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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可以让一棵幼苗
长成参天大树；四十年，可以
令一个小作坊破茧重生。 从
10 斤油、10 斤白糖、40 斤面
粉和一口土灶起家的小作坊，
到如今拥有 6500 余平方米的
现代化厂房和自动化生产线，
年销售额逾 900 余万元的规
模农业龙头企业，浙江妙味房
食品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见
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给
了我创业致富的机会! ”浙江
妙味房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
朱冬莲直言。

今年 77岁的的朱冬莲是
芹阳办事处星群村一位地地
道道的农民，虽然头发已经花
白，但依然精神矍铄。“我父亲
有一手炒冻米糖和做麻酥糖
等糕点的好技术。受父亲影响
慢慢地我也学会了糕点的炒
制技术。 ”朱冬莲说自己当初
的想法很简单，只是做点小本
生意贴补家用。

1983 年 3 月， 沐浴着改
革的春风，年逾不惑的朱冬莲
在自家泥房里办起了糕点厂，
成为我县较早的一批私人糕
点厂，生产的品种也只有沙琪
玛一种。“我们夫妇两人既是
老板，又是员工。”朱冬莲笑着
说，“头天做好，第二天便踩着
三轮车沿街叫卖。 ”虽然利润
微薄， 但日子过得很充实，有
盼头。

创业之初是艰辛的。为了
扩大销量，有时不仅仅在县城
周边范围， 还经常到一些乡
镇，以前的乡村道路不像现在
这么好，尽是沙石土路，骑着
自行车带着糕点走村串户，常
常是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
泥。华埠、村头、马金等我县大
多数乡镇都留下了朱冬莲辛
勤的足迹……

凭着坚持做良心食品的
这份坚定信念，朱冬莲的生意
一天比一天好。 1986年 9月，
她将糕点作坊取名为“城关食

品厂”；1989 年又更名为“华
厦糕点厂”， 厂房面积扩大了
一倍，同时在县城浮桥弄（老
菜市场） 租下了一间店面，设
立了门市部，员工也增加了 3
名。 在经营中，朱冬莲始终把
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把好质量
关，以质取胜，赢得消费者的
信赖。

随着历史的年轮跨入了
21 世纪， 曾经名不见传的小
作坊也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但
朱冬莲的梦想并不止于此，她
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让家乡的
特色糕点走向更宽阔的市场。
企业要壮大，必须走品牌化道
路。 2005 年 4月，她申请注册

“妙味房”商标，开化妙味房食
品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如今的“妙味房”与
当年的小作坊已是不可同日
而语，从当年的摸着石头过河
到现在走上了具有计划性、科
学性的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2016 年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
发展，再一次更名为“浙江妙
味房食品有限公司”。 公司一
直以来坚持传统工艺与现代
技术相结合，走“公司+农户+
基地”的发展模式，在马金、池
淮等地发展无公害糯米基地，
确保产品质量，同时带动 100
多农户脱贫致富。

“妙味房”在发展中壮大，
在壮大中前行。 如今的“妙味
房” 不仅是市级农业龙头企
业，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也是衢州市著名商标。公司生
产的各类糕点荣获“浙江市场
消费者满意品牌特色美食”，
麻酥糖制作技艺还被列入衢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公司从最初的单一
的品种增加到如今中、西式糕
点 200多个品种。

“是改革开放为我们民营
企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公
司现任总经理吴殿辉表示，

“现在国家大力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我们感到今后的机遇会
更大。 ”

小作坊奏响大乐章
本报讯（记者 汪宇露） 12

月 28 日上午， 全国首家县域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中心
在开化县揭牌，这是我县加快生
态文明建设步伐的一大盛事，标
志着我县“两山”实践向前迈了
一大步。在揭牌仪式暨开化县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论坛上，中
科院生态中心还发布了我县生
态产品价值核算报告。 数据显
示，2017 年全县生态产品价值
（GEP）为 645.55亿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原副
院长、研究员蔡登谷，中国绿色
碳汇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李怒
云，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
发展部战略规划处首席咨询师
刘绿茵， 全球环境研究所（GEI）
项目经理、博士彭奎，北京林业
大学博士魏钰，中咨生态所副所
长、研究员张贺全，中科院生态
战略规划处处长杨克武和省、市

发改委领导，市“两山”专班干部
等领导、专家出席揭牌仪式和论
坛。县领导鲁霞光、肖渭根、余建
华，副县级领导汪长林参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
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
容，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论的重要体现，研究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也是党中央、国务
院的重大部署。我县作为“两山”
理论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借助县
域绿色资源优势和战略机遇，积
极探索县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新模式和适合县域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技术路径，充分释放绿
水青山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
社会效应。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即生态
产品价值（GEP）是指一定区域
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
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物质产

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
务价值。 论坛上，中科院生态中
心发布了我县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报告。 报告显示，2017 年，我
县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GEP）为
645.55 亿元， 包括调节服务、文
化服务、 物质产品生产三类。
2010 年至 2017 年，我县生态产
品价值（GEP）増加了 208.15 亿
元， 按可比价计算 ， 増幅为
32.1%。 其中，物质产品价值、调
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分
别增长 1.4%、0.4%和 34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前提是绿水青山能可持续地
转化为金山银山，这个转变从本
质上讲是从生态资源中发掘生
态产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
品质优势，进而通过市场推动商
品价值实现的过程。 ”……围绕
我县生态产品价值如何实现，与
会专家畅所欲。（下转第二版）

全国首家县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研究中心落户开化
2017 年全县生态产品价值达 645.55 亿元

本报讯（记者 刘祺然） 12
月 28 日上午，县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余尧正（何田溪县级河
长）带领何田溪沿线镇（乡）、村
两级河长一行来到所管辖的何
田溪龙坑段，沿着何田溪徒步踏
勘。随后三级河长一起在何田溪
龙坑段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2018 年是全面深化河湖长
制的关键之年。 今年以来，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河湖长制工作，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
决策部署， 不断规范巡河工作，
提升河湖管护水平，高标准推动
河湖长制工作落实，取得了明显

成效。 今年 1 月至 12 月 25 日，
我县出境水有效监测天数 358
天，Ⅰ类水质 148 天，同比增加
45天； Ⅱ类水质以上占 99.7%，
同比提升了 0.5 个百分点； Ⅰ、
Ⅱ类水占比和Ⅰ类水天数均创
历史新高，乡镇交界断面水质监
测断面达标率 100%。 马金溪成
功创建成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马金溪（城华段）和张湾溪（路口
段）为分别成功创建省市级美丽
河流。

在随后召开的何田溪河长
工作述职会上，三级河长围坐在
一起，结合各自一年来的工作进

行了述职交流。在听取相关汇报
后，余尧正指出，“河长制”的终
极目标是河长治，持续保持何田
溪河湖生命健康发展，努力打造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
态环境。全县各级河长要高度重
视、认真履职，在巡河过程中要
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切实增强
工作履职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对
水资源污染较大的行为，必须做
到严查严办；要规范履职、严肃
纪律，按标准按要求完成上级各
项工作任务。 他希望，各级河长
都能做到巡河有责、 守河有责，
共同守护开化的绿水青山。

我县开展何田溪三级河长年终述职活动

日前，笔者在林山乡姜坞村
西山里的山地上，看到村民们正
在挖收前胡，这是开化姜坞家庭
农场种的一种中药材。

该农场主徐雄琪流转山地
70 亩， 于 2017 年 12 月全部种
下前胡幼苗， 通过精心培育管
理，前胡现已开始成熟采收。 据
估算，今年可产鲜前胡 30000 多
斤，晒干后约 7600 余斤，现已有
省内外等药厂前来订购。

通讯员 齐振松 摄

中中药药材材前胡种植获成功


